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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清晨，，走进台州市三门县滨海新城走进台州市三门县滨海新城，，漫步在生态栈道漫步在生态栈道，，迎着海风迎着海风，，栽种不久的芦苇荡正迎着朝阳挺立生长栽种不久的芦苇荡正迎着朝阳挺立生长。。滩涂上滩涂上，，有小蟹横爬有小蟹横爬、、弹涂鱼跳跃弹涂鱼跳跃，，海面海面

上上，，一幅鱼鸥翔集一幅鱼鸥翔集、、人海和谐的生动画卷徐徐展开人海和谐的生动画卷徐徐展开。。

三门位于我国三门位于我国““黄金海岸线黄金海岸线””中段的三门湾畔中段的三门湾畔，，是我国东部沿海的重要口岸是我国东部沿海的重要口岸，，是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重要节点重要节点，，也是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和台也是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和台

州湾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州湾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浙江省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作为浙江省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多年来三门一直致力于海洋生态保护建设多年来三门一直致力于海洋生态保护建设。。20222022年年，，作为省级作为省级““蓝色海湾蓝色海湾””整治行动项目整治行动项目，，在省在省、、市自然资源和市自然资源和

财政部门的关心财政部门的关心、、指导下指导下，，三门通过修复沙滩三门通过修复沙滩、、整理岸线整理岸线、、海湾清淤等一系列海洋生态保护修复重点工程的实施海湾清淤等一系列海洋生态保护修复重点工程的实施，，让三门展现出了生态与经济共赢的全让三门展现出了生态与经济共赢的全

域画卷域画卷，，奏响了文明与美丽的和谐旋律奏响了文明与美丽的和谐旋律。。

看似寻常最奇崛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成如容易却艰辛。。三门深知三门深知，，良好生态环境是普惠的民生福祉良好生态环境是普惠的民生福祉。。海浪奔腾海浪奔腾，，澎湃轰鸣澎湃轰鸣，，乘着高质量发展的东风乘着高质量发展的东风，，三门还将继续朝三门还将继续朝

着打通着打通““山门山门”、”、打开打开““海门海门”，”，陆海联动陆海联动、、双向循环的开放高地奋力前行双向循环的开放高地奋力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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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蓝湾项目：
◎ 一期（2022年1月—2022年12月）：总投资6163万元，其中省级财政资金

2352 万元。木杓砂砾质岸线修复项目，修复砂砾质岸线长度299.4 米，

修复沙滩总面积约3 公顷。海游港北岸生态修复项目，海堤生态化改造岸线

约1584米，盐沼湿地恢复约6公顷。

◎ 二期（2023 年 1 月—2024 年 12 月）：总投资 8914 万元，省级资金补助

4000 万元。拟完成生态修复总面积 32400 平方米，砂砾质岸线修复

390米，互花米草治理97600平方米，退养还滩40000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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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绘生态蓝图
规划先行助力绿色发展

近 500 平方公里海域、370 公里岸
线、166 座岛屿、59 万亩浅海、21 万亩滩
涂⋯⋯三门是浙江海水养殖第一大县，
海洋资源是其最大的发展优势。

近年来，三门扎实推进海洋生态治
理，通过污染防控、源头治理、生态修复、
生态整治等措施，“绣起”蓝色海湾，赢得
了“中国青蟹之乡”“中国小海鲜之乡”

“浙江对虾之乡、牡蛎之乡、缢蛏之乡”等
美誉。

早在2018年到2020年的3年间，三
门就根据《浙江省海岸线整治修复三年
行动方案》，积极组织实施了海岸线整治
修 复 工 作 ，总 投 资 3175 万 元 完 成 了
27.901千米的生态岸线整治修复。通过
岸滩清理、盐沼植物抚育等工作提升三
门县海岸生态条件和人居环境，增加纳
入自然岸线目标管控的生态岸线数量，
不断完善自然岸线格局。

时间是客观的见证者，见证着一片
土地的崛起和蜕变、奋斗与荣光。2020
年，三门通过评审成功创建浙江省海洋
生态文明示范区。

不负韶华接续奋斗，自然之地更胜
往昔。三门稳扎稳打，厚积薄发，酝酿着
新一轮的蝶变升级。

2022 年，三门启动首批“蓝色海湾”
整治行动项目，并且同步启动谋划第二
批，在同年 9 月，以总分第一名的成绩，
成功入选第二批省级“蓝色海湾”项目。

三门“蓝色海湾”整治行动项目总投
资 6163 万元，其中省级财政资金 2352
万元。修复内容包括两部分，一是木杓
砂砾质岸线修复项目，修复砂砾质岸线
长度 299.4 米，修复沙滩总面积约 3 公
顷；二是海游港北岸生态修复项目，海堤
生态化改造岸线约 1584 米，盐沼湿地恢
复约6公顷。

据悉，海湾修复不仅有利于恢复脆
弱的盐沼生态系统，保护珍贵的砂砾质

岸线，更将助力改善三门海岸带生态环
境，逐步营造海湾洁净、海滩生态、海岛
靓丽的多彩生态空间，进一步增强群众
的幸福感、获得感。

“‘省级山水林田湖草海一体化保护
和修复工程’也已申报成功。接下来，我
们希望通过推进更多项目，努力打造一
个水清、岸绿、滩净、湾美的美丽三门。”
三门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有关负责人
说。

打开生态之窗
邂逅浪漫山海曼妙时光

蓝天白云下，当你漫步在木杓沙滩，
可见蓝色海湾广袤壮丽，绿色村庄自然
清新，跃动的海水、松软的沙滩、漫步的

栈道描绘出一幅幅目不暇接的自然画
卷，令游客流连忘返。

这里是三门县观海村，修复前的沙
滩滩面下降、环境污染与修复后的风景
如画，形成鲜明对比。

此前，由于当地一些居民对海滩的
保护意识薄弱，存在乱扔生活和建筑垃
圾等问题，沙滩碎石较多，沙滩受到一定
程度的破坏。与此同时，有的居民的生
活污水不经处理直接排放到沙滩上，对
沙滩也产生污染，也一定程度影响了沙
滩的质量。

据介绍，三门砂砾岸线特别珍贵，其
特殊的生态功能和环境效益具有重要的
保护价值。因此，在蓝湾修复项目中，三
门修复了由于自然和人为原因破坏的砂
砾质岸线，对部分老旧海堤进行生态化
改造，推进三门海岸带生态资源保护和
生态修复，全面提升海洋生态环境。

外来物种的入侵，亦对滨海生态造
成巨大影响，互花米草就是其中之一。

互花米草具有超强的扩繁能力，又
缺乏天敌，三门滨海新城的海游港修复
岸段外侧湿地，就曾受到互花米草的严
重入侵，不仅威胁到本地物种生长空间，
更破坏了本地盐沼生物生态系统。

在对互花米草进行清除后，考虑到
这里属于盐沼湿地，三门原地种植了碱
蓬、芦苇和海三棱藨草 3 种植被，它们不
仅在盐度较高的滩涂上生长良好，还可

进一步丰富湿地植被多样性，其中芦苇
具有一定的整体观赏性，海三棱藨草还
可有效抵御波浪侵蚀。

植被之上，三门通过修筑绿道、漫道
系统建设措施来构建生态廊道，路面上铺
筑了1.5米宽的人行道与3米宽的骑行绿
道，满足人们休闲漫步、骑行锻炼等需求。

头枕热土，面向大海。三门厚植生
态理念，不断用“绿意”和“深蓝”守护美
丽海洋，让生态的海洋观念深入人心，不
断在和谐可持续的发展中踏浪而行。

一场双向奔赴
实现景美民富共建共赢

春回大地，正是城乡蝶变好时节。
“我们拆除了岸线靠近陆地一侧的

临时铁架平台并清理了相应杂物，修筑
了一条 2 米宽的游步道，长约 275 米，供
游人往来和休息。新建的木栈道从游步
道西端延伸至海边，近海端增加了桥宽
形成多功能科普教育平台。”三门县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有关负责人介绍。

木杓沙滩的后方是民房建筑，因长
期受海风盐雾影响，外墙表面有一定腐
蚀痕迹。为了提升沙滩后方景观效果，
三门对后方民房外立面进行文化彩绘，
宣传当地文化，提升旅游价值，彩绘面积
约4060平方米。

“沙滩更干净更整洁，栈道建起来了，
蓝色的彩绘现在也在进行中，我们所做的
一点一滴，老百姓都看在眼里，所以他们

也趁我们还在修复的时机，把自己家的
民宿也重新装修，也是应他们的诉求，
我们把彩绘范围一步步扩大，现在对全
村进行彩绘，这就是对蓝湾修复工作最
大的认可。”三门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有关负责表示，项目完工后，预计将在 5
月迎来游客的爆发式增长，保守估计，
游客数量将在每年 20 万人次的基础上
翻番。

岸线修复工程兼具生态、经济、社会
和安全等功能，未来，三门将严格管理岸
线开发，充分用好宝贵岸线资源，创新发
展思维，结合台州“1号公路”建设力争把
木杓沙滩打造成一个极具特色的精品旅
游示范点，带动周边村庄发展，帮助村民
增收，实现生态、经济、社会、文化效益相
统一。

“我们一方面紧紧围绕县委、县政
府决策部署，全面统筹自然资源综合利
用和保护工作，另一方面，把群众关心
的‘问题清单’变成‘履职清单’，优规
划、强保障、精服务。接下来，我们会继
续主动担当、勇于作为，为三门县高质
量发展提供坚强的自然资源和规划力
量。”三门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有关负
责人如是说。

下一阶段，三门县将进一步坚持依
法管海、科学用海、生态护海的发展理
念，不断优化海洋产业布局，加强海洋生
态保护，强化海洋管理创新和资源集约
利用，促进全县经济建设和海洋生态建
设协调发展，继续为推进海洋强省建设
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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